
新教师 新力量 新希望 

——浅谈学校对新教师的培养 

泸县云龙镇学校 冯中梅 

背景：因种种原因，教师队伍的缺口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为了满足这么大需

求，公招考试的基本条件也随着做了调整，基本条件越来越低，新招入校的新老

师参差不齐。如何快速的让这批新老师融入一线教师的队伍并能够承担起学校教

育教学工作呢？这无疑是给了学校管理者的出了一道难题。 

摘要：基于学校新招教师教育教学水平，结合学校一线课堂实际课堂情况，

学校专门对新教师设定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培养方案。学校为新教师量身制定合适

的岗位，选择优质的教学引路人，结合学校的“问题式探究”教学结构改革，依

托校本研修平台，重点培养含新教师在内青年教师。尽可能提供教学展示、艺术、

体育等各项活动平台，让新教师全面发展。 

一、量身制定，为新教师选择长远发展的岗位 

对于新到校的教师，在安排工作以前，先都会安排一次深入的交流，从学习

（工作）经历、所学专业、特长、家庭情况等方面做个全面的了解。根据学校空

缺出来的岗位安排相应的教学工作。因为现在的大学生不再像三四十年前的师专

出来的老前辈们每个学科科都能适应，他们所学的专业针对性都比较强，不能因

为缺数学老师就让新来的数学专业老师去顶替，因能力而为之，坚决不将就，宁

缺勿滥。这样看似解决学校的燃眉之急，但即耽误了学生也耽误了老师。但可以

跨学科慢慢培养，待到有足够能力足以承担非本专业学科的其他岗位时，再做调

整。 

二、青蓝结对，为新教师找好教育事业的领路人 

新教师到新学校，课堂教学是生疏地、工作环境是陌生地、学校规章制度是

茫然地。如何让新老师快速地融入新的工作环境，适应一线课堂的教学呢？制定

青蓝师徒结对，就为新教师找到了领路人。在为新教师设定好岗位以后，学校就

在相应年级、学科中选择适合的优秀的老师为指导老师，并签订师徒结对协议。

指导教师每周至少听新教师一节课，新老师每周至少听指导老师两节课，课后及

时评价反馈。做到每月一总结，每期一汇报。此外，新老师外出上课、比赛，指

导老师要求全程参与指导。新老师获得的荣誉在年终考核加分时，指导老师课折

半加分作为对指导老师的鼓励。此外，在学校安排各种德育、体育、安全活动时，



一般考虑将师徒二人安排在一组，希望在这些活动中，新老师能到学习优秀老师

的组织活动、处理应急事件的态度与方法。 

三、校本研修，为新老师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教学改革促发展 

在教学改革的浪潮中，“问题式探究”课堂教学结构模式改革在我校应运而

生。“问题试探究”课堂教学结构模式的核心内容为“提出问题、检查问题、探

究问题、升华问题、归纳问题、反思问题”六要素：提出问题——教师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检查问题——教师在上课检查学生解决问题情况；探究问题——学生

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形式多样的生生、师生互动展示、交流与研讨；升华

问题——帮助学生掌握正确的知识，能对问题做到举一反三；归纳问题——学生

对本组、他组同学经行评价，找优点与不足，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进行评价，并

经行课后的总结；反思问题——教师将本堂教学中的可以改进意见填写在“课堂

教学改革记录表”中。这是基本的 6 个要素，当然，各学科在具体的课堂中，师

生的具体活动环节可能会有增减、顺序也可能有所调整，但教师实施有效引导、

点拨、帮助和评价、激励，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合作交流及时练习这个框架

是相同。 

（二）重点培养促提升 

结合学校教学改革，依托校本研修平台，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将学校教师从

35 岁划分成两个组经行校本研修活动。新老师自然进入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组，

35 岁以上教师进入指导学习组。将学校老师按所教学科和年级、教师人数划分

为校本研修组。以语文为例：分为小学语文低段、小学语文中段、小学语文高段、

初中语文组。每学期从第 3 周开始开展两轮青年教师的磨课活动，期末开展课改

节教学评比活动。每轮的教师磨课 4 周为一个周期，在开学初期，教科处安排课

表时，就给青年教师留了整个半天的磨课时间，为了就是方便将青年教师集中起

来。第一个周是集体备课，青年教师将自选内容，查阅教参，设计适合本班的教

学设计；第二周是备课研讨，除组内青年教师以外，相应的指导老师也一并参与

并且提出意见。青年教师再将教学设计进行修改；第三个周是组内磨课，青年教

师之间相互听课，课后交流反馈，第三次修改教学设计；第四周是展示课，相应

学科的老师自行调课参加，打分点评。青年教师通过评课时同组其他教师的意见

完善第四次教学设计。“磨”不完的印记，“道”不尽的成长。两轮磨课结束后，

在教科处的组织下，开展“问题式探究”课堂教学结构模式“课改节”展评活动。 



（三）随堂跟进促成长 

     教科处安排的青年教师的磨课活动是新教师百般打磨过的精品课程，但这

不能代表教师的全部，在实际的教学工作中随堂课才是教师的主战场。学校由副

校长带队，教科处主任和学科教研组组长组成“随堂听课组”不定时、不提前告

知地到教室去听课。主要目的就是走进教师的实际教学，了解学生客观的学习状

态。课后新教师将教学设计提供给教科处检查，教科处按照备课要求对其评价，

同时，“随堂听课组”教师及时点评，给出实际好用的教学建议。督促新教师认

真对待每一个学生，上好每一节课。 

四、赛场比拼，促新老师课堂教学水平提升 

比赛是教师提升自我的一个必经舞台，除了校本研修外，镇级、县片区、县

级、市级、省级的比赛都是很好的场地。新教师从比赛观摩开始，学习参赛教师

的优秀的教育教学方法、认真聆听专家老师点评从而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当教

师具有一定的教学水平之后，学校为他们创设一系列的教学比赛，给新教师展示

自我的平台，素质较好的老师则推荐参加级别更高的比赛。除了比赛以外，学校

之间的校际交流，各学科的工作坊也为新教师提供了展示课堂的舞台。只有自己

亲身经历了，才能感受到赛场对以为新教师的磨练。在在比赛中磨练、比赛中提

升。 

五、活动策划，为新教师全面发展搭建舞台 

   “课堂教学”仅仅是教师教育教学的一部分，学校更应该全面提升教师的能

力水平。学校秉承“以特长造品牌”的理念，根据教师特长和优势，选择或者创

设适合教师实际情况活动。比如，在课后服务的兴趣课堂中：学校根据教师情况

开设了 27 门兴趣课堂；艺术节活动、德育节活动、实践活动、运动节活动、安

全活动、工会活动策划等等。而且在每项活动的策划与实施中，学校都一名活动

策划总指挥，把控整个活动的设计的开展，新老师要有自己的指导老师、同类活

动的活动组组长的帮助。通过活动，提升教师的组织策划能力，也向优秀的老师

学到问题处理的方法。从活动效果来看，新老师总能给我们新的视野，新的展示，

丰富了活动内容，增添了活动的色彩。同时新教师也在各种活动中得到了提升。 

新教师，新力量，新希望！给予新教师一片土壤、他们还你满山硕果累累；

给予新教师一方舞台，他们还你一片精彩绝伦。 


